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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以“政产学研用”相互融合为特色，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

实施形式、教学体系机制上进行了深化改革和创新，不断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现已经成为

北京市及全国相关行业科技创新、高层次人才培养和产学研合作的重要基地之一。目前学院共

有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妆品科学与技术 3个学科门类，拥有国家一级学科专业授权点，

设有化学系、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化妆品系 3个教学系，共设有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化妆品技

术与工程和功能材料专业 3个本科招生专业对外招生。学科建设方面，学院化学学科于 2021 年

进入为 ESI 排名前 1%，为专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有利的支撑。专业建设方面，高分子

材料与工程专业和化妆品技术与工程专业，分别于 2019 年和 2020 年成功获批“双万计划”国

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标志着学院本科人才培养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师资力量方面，现

有教授 27人、副教授 39人，博士生导师 15人，包括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2人，北京市科

技新星2人，北京市百千万工程人才1人，北京市长城学者1人，北京市高创青年拔尖人才1人，

北京市自然基金委优青 1人，北京市青年拔尖人才 8人，北京市海聚人才 2人。

北京工商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各本科专业基本情况

序号 专业名称 专业建设成果

1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双万计划”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北京市特色专业

2 化妆品技术与工程 “双万计划”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A+

3 功能材料 “双万计划”北京市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实验室建设方面，学院教学及科研实验条件优越，专业仪器设备齐全，仪器设备总值 1.5 亿

余元，拥有 1个北京市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个北京市重点实验室、4个省部级行业重

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同时是国家轻工业芦荟制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中国化妆品协同创

新中心、国家塑料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全国塑料加工工业信息中心、全国塑料制

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依托单位，是《中国塑料》杂志社的承办单位。

北京工商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教学与科研平台

序号 平台名称 授予单位

1 北京市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化学化工实验中心）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2 国家塑料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北京）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3 国家药监局 -化妆品监管科学研究基地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4 植物资源研究开发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5 塑料卫生与安全质量评价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6 中国轻工业先进阻燃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7 中国轻工业化妆品重点实验室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8 中国轻工业绿色塑料成型与质量评价重点实验室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9 石油和化工行业高分子材料无卤阻燃剂工程实验室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教学成果方面，2009年学院获得“产学研相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近年来学院专业人才培养紧扣国家战略和行业发展需要，坚持“立足北京，面向全国，问题导

向、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实践创新”的原则，始终抓住材料与化工类专业人才培养的关键因素，

着力培养“专业基础厚、创新能力强、实践水平高”的新时代工程科技人才，开展本科人才培

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并于 2021 年获得“新工科背景下材料与化工类专业“场景式、探究型、

工程化”人才培养的实践”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北京工商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教学成果基本情况

序号 获奖年份 成果名称 获奖等级

1 2009 产学研相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2 2021
新工科背景下材料与化工类专业“场景式、探究型、

工程化”人才培养的实践
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院系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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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培养

办学定位与培养目标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的办学定位是以培养国家和首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创新型工程技术人

才为主要任务，突出学校在轻工、食品、商科方面的特色、加强内涵发展，培养卓越的工程技

术人才，成为首都乃至全国轻工行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总体培养目标旨在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具备扎实的工程理论基础、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工程理论基础的复合性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各个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学院人才培养目标多层次、多样化的体现，主动适应国家和北京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和现代产业体系对人才能力要求，以促进学生成才、全面发展、培养高素质应用型

创新人才为目标，加强工程教育，促进学科交叉，推进国际化人才培养，着力提高学生的社会

责任感，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重视工程实践能力培养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产学研”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旨在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以成果为导向鼓励学生深扎专业基础、积极参与科研、深入了解行业和产业，并将教师在相关

产业、行业中获得的实践经验与教学、科研训练相结合，通过实践、实训、实习课程来帮助学

生提高对专业的认识，提高学生的实验和实践技能，为将来开展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开发奠定

良好的基础。

另外学院与北京地区共 20 余家单位共建有实习实训基地，为各类实习、实践教学提供了良

好的条件支撑。

全程导师制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鼓励学生参与科学研究，为本科生进入实验室参与科研工作提供了便

利条件和经费保障。每位新生入学后会分配一名导师，低年级导师侧重于指导学生如何健康生活、

高效学习，同时使学生了解专业发展前景、培养专业兴趣，高年级导师通过参观、见习、实习、

研习的方式使学生逐步了解、参与科研工作，针对学生的个性差异，为学生自主选择提供咨询

与综合指导，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合作办学与国际化视野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目前与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展开“3+1”、“3.5+0.5”的形式学生的培

养合作，同时开设部分双语课程，拓展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使学生获得更多境外深造的机会。

学生资助与奖学金

除了学校设置的多项奖助学金外，学院还设有“爱茉莉”奖学金、“东方淼森”奖学金等，

为品学兼优和需要资助的同学提供多种形式的奖励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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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优势

化妆品学科专业以国家和首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旨在建成具有高质量实践背景、

学科交叉特色的国际一流化妆品学科。专业具有完善的协同育人和实践教学条件，拥有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化妆品监管科学研究基地、植物资源研究开发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中国轻工业化

妆品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18 个，与国内外百余家知名化妆品企业建立了

长期产学研合作关系。从一年级开始对学生实行“导师制”教育方式，聘请 60 余名具有实际经

验的化妆品企事业单位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学生的实践导师，以科研项目带动专业培养，提

高学生科学实践能力；以实践项目为纽带，将科研优势融入到实践教学中。

就业深造

本专业学生毕业后可从事化妆品及其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教学、管理及营销

等方面工作，就业前景良好，在人才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近三年毕业生主要就业去向包括：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上海家

化、云南白药、宝洁、资生堂、完美、中美史克、花王、韩国太平洋公司等国内外知名企业，

从事企业管理、产品研发、产品营销等工作；另外有部分毕业生于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香港大学、美国纽约大学、英国华威大学、澳

大利亚悉尼大学、韩国首尔建国大学等国内外知名大学继续深造。

功能材料
专业简介

功能材料专业起源于原北京轻工业学院 1991 年建立的材料科学与工程系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专业功能材料方向，多年来，功能材料方向一直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的一个重要支撑方向，

为材料行业培养了很多专业人才。为了满足我国新材料行业对人才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我校

于 2019 年经教育部批准设立功能材料专业，2020 年开始独立招生，2022 年获批北京市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本专业以支撑国家新工科建设的功能高分子材料为特色，围绕生物降解材料、

阻燃材料、导电导热材料、新能源材料、电子电器材料等领域的重大战略需求为主要内容，通

过理论教学和实验实践，培养学生利用功能材料的基本知识解决功能有机材料的设计、制备、

表征及器件化等方面的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

合型、创新型人才。

专业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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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功能材料专业旨在培养德才兼备、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国家特别是首都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需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

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追求新知、勇于创

造的科学精神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培养具有材料学、物理、化学多学科

综合知识，掌握功能材料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够在功能有机材料的设计、制备、

表征及器件化等领域开展科学研究、产品开发和设计、工程设计、生产管理、质量检测、教育

教学等方面工作的高水平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特色优势

本专业以支撑国家新工科建设的功能高分子材料为特色，围绕生物降解材料、阻燃材料、

导电导热材料、新能源材料、电子电器材料等行业的重大战略需求进行课程体系设计，设计了

化学、材料学和高分子材料的专业基础课程模块，形成了生物基材料、阻燃材料、新能源材料

等特色鲜明的专业方向课程模块以及以工具课程为主的扩展课程模块，各课程模块教学内容新

颖、针对性强。

此外，本专业充分利用学院的资源和平台，利用全国塑料教育培训基地、《中国塑料》、

全国塑料制品标委会、国家塑料制品质检中心（北京）、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中国轻工业先进

阻燃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培养能够在功能高分子材料领域从事相关的科学研究、技术开

发、工艺设计及经营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水平研究型、创新型人才。


